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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中阿战略合作关系的内涵定位中阿战略合作关系的内涵
——解读《中国对阿拉伯国家政策文件》

文／刘中民

1月19日至23日，应沙特阿拉伯王

国国王萨勒曼、阿拉伯埃及共和国总

统塞西、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总统鲁哈

尼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上述三国

进行国事访问。这也是习近平主席在

2016年的首次出访。而在此前的1月13

日，中国政府首次发布了《中国对阿

拉伯国家政策文件》（以下简称《文

件》）。《文件》在全面回顾中阿关

系历史与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对中阿

战略合作关系的内涵、中国对阿拉伯

国家政策的原则、中阿全面合作的主要

领域和举措、中阿合作论坛机制建设、

中国与阿拉伯区域组织的关系进行了系

统、全面的阐述，传递了中国全面加

强对阿拉伯国家外交的强烈信号。

全面规划中阿战略合作关系

定格中阿交往的主旋律。中阿关

系的历史源远流长，当代中阿关系经

历了三个历史时期：从1956年中国与

埃及建交至1990年中国与沙特建交，

中阿实现全面建交并相互支持；从

1990年至2004年中阿合作论坛成立之

前，中阿关系向全方位、多领域纵深

发展；自2004年中阿合作论坛成立以

来，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建立了“全面

合作、共同发展的战略合作关系”。

在此过程中，“始终互为兄弟、朋友

和伙伴”，“坚持互利共赢、共同发

展”，“促进对话交流、文明互鉴”，

“始终尊重对方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

路”构成了中阿关系的基本特征。

定位中阿战略合作关系的内涵。

《文件》立足当今国际形势总体特

征，着眼中国和阿拉伯国家所处的发

展阶段，从新的历史高度对双方战略

合作关系的内涵进行了再定位。当

前，中国正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

奋斗目标而努力，阿拉伯国家正在自

主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致

力于推进工业化进程，努力扩大就业

和改善民生。《文件》正是基于这种

判断，提出了中阿战略合作关系的内

涵，即在探索发展道路上交流借鉴，

在追求共同发展上加强合作，在促进

地区安全上携手努力，在构建新型国

际关系上呼应配合。

明确中国对阿拉伯国家政策的基

本原则。中国对阿政策原则可以提炼

为政治、经济、文化和多边事务四大

方面。在政治上，《文件》围绕支持

中东和平进程和巴勒斯坦独立建国，

政治解决地区热点问题，抵制极端思

想蔓延、打击恐怖主义，支持阿拉伯

国家自主探索发展道路，加强治国理

政经验交流等重大问题明确了中国的

立场。在经济上，《文件》强调了共

建“一带一路”多领域合作，新型合

作机制建设，通过援助帮助阿拉伯国

家改善民生、提高自主发展能力等方

面的重要性。在文化上，《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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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2月23日，中国国家主

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仪

式，欢迎埃及总统塞西访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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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强调要“增进双方人民相互了解

和友谊，促进中阿文化相互丰富交

融，搭建中阿两大民族相知相交的桥

梁”。在多边事务方面，《文件》指

出双方在联合国改革、气候变化、粮

食和能源安全等重大国际问题上尊重

彼此重大利益和核心关切的重要性。

细化中阿全面合作的领域及举

措。《文件》提出了五大合作领域

和29个具体合作领域。第一，政治领

域，包括高层交往，政府间磋商与合

作机制，立法机构、政党和地方政府

交往，国际事务合作，涉台问题五个

具体领域；第二，投资贸易领域，包

括“一带一路”、产能合作、投资合

作、贸易、能源合作、基础设施建

设、航天合作、民用核领域合作、金

融合作、经贸合作机制和平台建设十

个具体领域；第三，社会发展领域，

包括医疗卫生、教育和人力资源开

发、科技合作、农业合作、应对气候

变化和环境保护、林业合作五个具体

领域；第四，人文交流领域，包括文

明和宗教交流，文化、广播影视、新

闻出版、智库等领域合作，民间交往

和青年、妇女交流，旅游合作四个具

体领域；第五，和平与安全领域，包

括地区安全，军事合作，反恐合作，

领事、移民、司法和警务合作，非

传统安全五个具体领域。由此可见，

《文件》对中阿全面合作的领域及其

举措的规划十分全面详细，同时还有

许多全新的内容，尤其是投资贸易、

人文交流、和平与安全等领域的内容

较之过去中阿合作论坛文件规定的内

容有重要的发展。

对阿政策新意颇多

《文件》一方面继承了过去中国

对阿拉伯国家政策的基本原则，尤其

是历届中阿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各种

政治文件的精神；另一方面又基于国

际与地区形势发展和中阿关系发展现

状，增加了许多全新的政策理念和具

体措施。

政治领域的政策针对性突出。中

国的对阿政策理念和具体主张充分结

合了当前中东地区形势的深刻变化以

及阿拉伯国家的利益关切。比如，中国

支持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

路撒冷为首都、享有完全主权的独立的

巴勒斯坦国，旨在改变中东变局以来

中东和平进程不断被边缘化的状况。

中国坚持政治解决地区热点问题，这

既是对伊朗核问题政治解决经验的总

结，也突出了中国致力于推动叙利亚

等热点问题政治解决的坚定立场。

“一带一路”引领中阿经贸与社

会发展合作。在过去的中阿经贸合作

中，能源、贸易、工程承包是中方强调

的长期的合作重点。而《文件》以“一

带一路”建设为主轴，全面规划了中阿

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合作格局，即

构建以能源合作为主轴，以基础设施

建设和贸易投资便利化为两翼，以核

能、航天卫星、新能源三大高新领域

为突破口的“1+2+3”合作格局。与

“一带一路”建设有密切关系的社会

发展领域合作则更多地着眼于当前阿

拉伯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面临的严重

困难，以期通过发展项目合作与力所

能及的援助相结合，帮助阿拉伯国家

改善民生、提高自主发展能力。

“文明和宗教交流”意义重大。

在人文交流领域，最大的创新点在于

提出了“宗教交流”的倡议，即搭建

双多边宗教交流平台，倡导宗教和谐

和宽容，探索去极端化领域合作，共

同遏制极端主义滋生蔓延。当前，在

“伊斯兰国”恐怖活动猖獗、极端主

义意识形态蔓延的背景下，中阿双方

加强宗教交流，对于匡正伊斯兰教的

国际形象，维护双方的国家安全和地

区安全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安全合作领域拓展显著。在安全

理念上，中国首次提出“倡导在中东

实践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

全观，支持阿拉伯和地区国家建设包

容、共享的地区集体合作安全机制，

实现中东长治久安与繁荣发展”。在

当前沙特与伊朗对抗加剧、域内外大

国地缘政治博弈不断加剧的背景下，

中国的这一倡议无疑具有弥足珍贵的

价值。在具体的安全合作领域中，中

国也提出了诸多新倡议和新举措。比

如，在军事合作领域，中国支持阿拉

伯国家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反恐合作

领域，中国支持阿拉伯国家加强反恐

能力建设。在非传统安全合作领域，

中国在重申继续参与执行亚丁湾和索

马里海域巡航任务的同时，提出开展

互联网安全合作。

中东变局发生五年来来，中东地

区尤其是阿拉伯国家的动荡给世人留

下了几个颇具教益的启示：首先，由

转型国家自主选择发展道路是其走向

长治久安的必由之路，军事干涉、民

主输出、颜色革命等外部强加的方式

均无助于中东国家的发展与稳定；其

次，中东国家内部妥善处理改革、发

展、稳定的关系，国际社会合力支持

解决发展问题尤其是转型国家和战乱

国家的经济重建，是中东地区实现稳

定和繁荣的重要前提；其三，通过对

话、协商、合作方式解决热点问题，

是中东地区形势由乱而治的必然选

择，这是伊朗核问题得以全面解决的

根基所在，也是叙利亚危机等其他地

区问题的努力方向。这些也正是中国

外交理念的集中体现，而中国发布对

阿拉伯国家政策文件，必将对提升中

阿战略合作关系水平、促进中东地区

和平与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作者为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

究所教授）


